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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 准

金属烟热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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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属烟热是因吸入新生的金属氧化物烟所引起的

典型性骤起体温升高和白细胞数增多等为主要表现的

全身性疾病
。

1诊断原则

根据金属氧化物烟的职业接触史
,

典型骤起的临

床症状
,

·

特殊的体温变化及白细胞数增加
,

参考作业

环境调查
,

综合分析
,

排除类似疾病
,

方可诊断
。

2 诊断标准

金属烟热常在接触金属氧化物烟后数小时内骤起

发病
。

首先有头晕
、

疲倦
、

乏力
、

胸闷
、

气急
、

肌肉

痛
、

关节痛
,

以后发热
、

白细胞数增多
。

较重者伴有

畏寒
、

寒颤
。

3 治疗原则

一般不需特殊药物治疗
。

较重者
,

根据病情给予

对症治疗
。

4 劳动能力鉴定

经适当休息痊愈后
,

可继续从事原工种
,

定期复查
。

5 健康检查的要求

接触金属烟的作业工人
,

应作就业前健康检查
,

并

每隔 2一 4 年体检一次
。

对有间歇发作者
,

应定期检查
。

6 职业禁忌症
a 。

明显的呼吸系统疾病 ,

b
。

明显的心血管疾病
。

附录 A 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
(参考件 )

本标准的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锌熔炼
、

锌合金铸造
、

锌自的 制

造
、

镀锌
、

喷锌
、

锌焊等锌作业工的金属烟热
。

亦适

用于锰
、

铜
、

银
、

铁
、

福
、

铅
、

砷等矿物冶炼
,

铸造

过程中产生的金属氧化物烟所致金属烟热
。

A
.

2 金属烟热的临床过程

金属烟热呈急性发作
,

无慢性进展过 程 和 后遗

症
。

常在接触高浓度金属氧化物烟尘后 6 ~ 12 小时内

骤起头晕
、

疲倦
、

乏力
、

多汗
、

发热
、

畏寒
、

寒颤等

症状
,

体温升高达 37
.

o5 C以上
,

血白细胞数增多
。

症

状
、

体征一般在 4 一 24 小时内消退
。
自细胞数除高于

2 0 火 10
’
/ L ( 2 0 0 0 0 / m m 3 ) 以上者往往要持续 24小时

外
,

一般于 4 一12 小时恢复正常
。

如症状
、

发热及白

细胞数增多持续不恢复
,

应作进一步的检查
,

与有关

疾病鉴别
。

A
.

3 金属烟热的鉴别诊断

金属烟热应与疟疾
、

感冒
、

急性气管炎
、

急性支

气管炎等疾病相鉴别
,

金属烟热在发病前的 12 个小时

内有密切金属氧化物烟接触史
,

在发病期间有典型的

体温升高
,

并伴有白细胞数增多
,

病情在一天内不经

特殊处理可愈
。

附加说明

本标准由卫生部提出
。

本标准由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负 责起

草
,
北京市工业卫生职业病研究所

、

洛阳市职业病防

恰所
、

兰州白银公司工业劳动卫生研究所参加研制
。

本标准于 10 8 8年10 月由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

二届三次职业病诊断标准分委员会审议通过
。

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

研究所负责解释
`

金属烟热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编制说明

1
。

编制过程

本标准根据卫生部 ( 8 4 )卫防字第 11 号文件下达的

任务
,

于 1 9 8 5年组成课题协作组
,

确定设计方案
。

6

月 8 ~ 1 1日召开
“
金属烟热诊断标准

”

讨论会
,

确定

课题设计方案
,

统一方法
。

金属烟热是接触金属氧化物烟作业工人中多发职

业危害
。

全国接触金属氧化物烟的作业工人达数百万

人之多
,

今后将会不断增加
,

但我国尚未制定金属烟

热的诊断标准
。

为保护接触金属烟的作业工人的身体

健康
,

需要制订金属烟热的诊断标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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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.

金属烟热的职业性危害概况

金属烟热又称铸造热
、

黄铜铸 造症
、

锌寒
、

锌

热
、

锌疟
、

发作性寒颤
、

星期一热等
。

本病的临床症

状出现后
,

迅速产生耐受性
,

促使症状在 短溯
一

内消
了 ”

除
,

但经过周末的休假期后
,

耐受性可以消失
,

回到

原工作岗位再次接触高浓度金属烟时
,

可再次发病
·

此病被认识已有 1 50 余年历史
。

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

欧美一些 国家发病率较高
,

我国于五十年代锌冶炼工

人中发病率也较高
,

现在还时有发生
,

尤其是在竖罐

锌冶炼炉上延部悬矿处理 嘟悬矿 ) 作业期间和喷锌

作业期间
,

金属烟热发病机会往往增加
,

3
.

锌及有关金属烟中的氧化锌烟作用向题

文献中报道其它金属烟如铜等
,

也可 致 金 属烟

热
,

其作用类似
。

但也有人认为与共生锌有关
。

锌常

与砷
、

铜
、

锰
、

铁
、

镐
、

锑
、

铅等多种矿物共生
,

合

金品种也较多
。

由于锌佛点低 (9 07
“

)C
,

在冶炼
、

铸

造过程中
,

存在于这些矿物和合金中的锌先产生锌蒸

气
,

并形成氧化锌烟
,

致引起金属烟热
。

4
.

关千诊断指标的选择及依据

为了探索金属烟热的特异诊断指标
,

我们对金属

烟热患者
,

进行 了多项指标的临床观察
。

观察结果表

叽 体温升高有较为典型的临床过程
,
白细胞数增多

一

也有一定规律性
,

有诊断意义
。

同时发现
,

凡接触过

高浓度氧化锌烟的作业工人
,

不论是否患金属烟热
,

尿

锌含量都有升高
。

因而
,

尿锌含量的升高
,

可作为诊断

金属烟热的参考指标
。

至于肺活量
,

据有关文献报道
、

让志愿受试者在实验气柜内
,

吸入浓度为的。m g/ m
,

的氧化锌烟后
,

便出现明显肺活量下降
。

但我们在对

患者的观察中
,

未发现他们有肺活量下降
。

为此
,

按典型的体温升高表现
,

参考白细胞数增

多
,

作为金属烟热的诊断指标
,
较为妥当

。

5
.

关千不进行诊断分级的说明

金属烟热呈急性发作
,

持续时间短
,

无慢性进展

过程及后遗症
。

体温升高及白细胞数增多程度往往不

相平行
。

又因症状多在夜间突发
,

就诊时已有恢复
,

故不能以体温升高和白细胞数增多程度来作为诊断分

级的标准
。

因此
,

只要有典型临床症状
,

体温升高到

3 7
.

S
O
C以上

,

白细胞数上升 到 1 0
.

0 又 1 0 9 / L ( x 0 0 0 0

个 /m 刀
1 ” ) 以上

,

就可诊断为金属烟热
。

6
.

氧化锌烟与金属烟热发病的关系

据湖南
、

北京
、

洛阳
、

兰州等协作组历年来对生

产现场的氧化锌烟浓度测定及病例观察资料表明
,

生

产环境中的氧化锌烟浓 度 为 1
.

1 0

哩m/
3 (0

.

092 ~

5
.

92 )时
,

观察了 84 7例
,

结果只发现 1例患者
,

发病

率为 0
.

12 %
。

而在打悬矿和喷锌作业期间
,

生产环境中

氧化锌烟浓度为 1 7
.

l om g /m
3 ( 5

.

9 6一 8 2
.

7 2 )时
,

观察

了 1 44 例作业工人
,

其中有 39 例患 了金属烟热
,

发病

率为 27 %
。

表明金属烟热的发病机会与生产环境中氧

化铎烟的浓度有关
。

观察表明
:

浓度保持在 1 5
弊m/

,

以上的作业车间
,

经常会有金属烟热病例发生
。

·

国际会议消息
·

由英国职业卫生学会组织的第七届国际可吸入粒子研讨会将于 1 9 9 1年 9 月 16 一 20 日在爱丁堡里卡汤
,

赫里

奥特瓦特大学
,

新爱丁堡会议中心召开
。

·

本会议每五年召开一 次
。

第一届于 1邪 0年在牛津
,

上一届于 1 9 8 5年在剑桥召开
。

本次会议将再次促进学术交流
,

并讨论近年来对可吸入粒子及其作用的研究成果
。

特别是 粉尘的沉积与清

除的主要机制及其生物学反应和流行病学的调查
。

论题包括
:

i() 影响可吸入粒子测定的因素 ; ii( ) 沉着
、

清

除与滞留的新模式
,

包括起负荷作用
,

及适用于亚微粒子和易湿性粒子
;

ii( i) 肺内粉尘的生物反应
,

包括致癌

作用
; (计) 气体与粉尘的联合作用 ; ( v) 纤维

、

二氧化硅及其它粉尘的接触反应的研究
;

vi( )混合尘肺中各种

矿物的作用 ; (vi i) 与职业性哮喘有关的粉尘或化学接触 ; ( vi ii) 氨暴露与室内空气质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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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王海华 王明贵)


